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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投向改善民生领域的“真金白银”逐年增多

收收到到的的都都是是福福利利，，获获得得感感爆爆棚棚
本报记者 李倩 贾凌煜 汪泷 康宇

解决大班额问题稳步推进，全省率先建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万名保健医生覆
盖所有行政村……过去的五年，济宁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用于改善民生
领域的“真金白银”逐年增多，群众的获得感也逐渐提升。

大班额问题解决好
一家人心事都没了

1月20日，济宁学院附中、
附小太白湖校区奠基。项目预
计今年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建成后将新增2000个中学学
位、1800个小学学位。该项目
的奠基，为今年济宁市解决城
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开
了个好头。

济宁学院附中、附小太白
湖校区项目，位于太白湖新区
奥体路北、北湖西路南、公主路
东、青莲路西，项目选址南为
市规划展示馆、西邻济宁体育
中心，东为新城发展大厦。其
中附中太白湖校区规划建筑
面积25500平方米，学校规模
为40个教学班；附小太白湖校
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22000平
方米，学校规模40个教学班。

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
班额问题是济宁市委市政府
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曾被
列入2016年为民办10件实事
之首。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全市解决大班额问题规划建
设项目学校已开工192所，开
工建设面积274 . 6万平方米；
其中已完工99所，其中新建34
所，改扩建6 5所，完工面积
153 . 3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
资46 . 0亿元，新增学位91480
个。

2012年8月20日，济宁发
布《关于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的意见》，在全省率先实施
营养餐计划。当年秋季，济宁
共投入营养餐补助资金4513
万元，受惠学生多达13 . 8万
人。此后营养餐计划覆盖全市
城乡中小学。

济宁把教育事业发展作
为财政优先支持方向，推进全

面“改薄”工作，取得显著效
果。2014年至2015年，全市累
计投入16 . 1亿元，改善校园校
舍学校开工644所，竣工469
所，配置计算机1 . 15万台，多
媒体6004台，音体美器材16 . 8
万件，实验设备21 . 4万件，图
书171万册、课桌凳近9万套，
学生用床1 . 2万张，薄弱学校
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此后
此项工程一直推进。

若不参加居民医保
不知道去哪里筹钱

曲阜的孔大爷因突发脑
梗塞被儿女送入济医附院救
治。经过治疗，孔大爷的身体逐
渐恢复。

孔大爷出院时，10 . 23万
元的医药费用将家人吓了一
跳。“幸亏参加了医保，自己交
3万多元。”孔大爷的小女儿
说，村里给交了医保，没用自
己掏钱。如果没有参加医保，
真不知道上哪里筹钱去。

孔大爷是参保人员受益
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年，济宁
启动实施了全民参保登记计
划，到2016年底，社会保险综
合覆盖率达到93 . 5%，五项社
会保险全覆盖。参保职工和居
民按时领取养老金，且连续12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
每月85元提高到100元，社会
保障安全网进一步织密扎牢。

在实施居民大病保险的
基础上，济宁建立职工大病保
险制度，在全省率先建立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
实施“4050”助保工程，帮助
5633名困难人员解决了养老
和医疗保障问题。强力推进被
征 地 农 民 社 会 保 障 工 作 ，
14 . 68亿元社会保障资金已全
部划入被征地农民个人账户。

2016年，济宁城乡低保标
准由每人每月505元、295元分
别提高到522元、321元，农村
五保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保
障标准由每人每年5900元、
4000元分别提高到6400元、
4600元。

一个月不见两三面
村民健康心里没底

济宁启动实施保健医生
进农户4年来，10152名医务人
员上门巡诊，他们也见证了村
民对健康的观念的可喜变化。

鸡黍镇李谷堆村的李明
启是金乡县人民医院保健医
生医疗小组重点签约服务对
象之一，他因为一氧化碳中
毒，长期卧病在床。“大爷，你
的高血压降下来了，但必须要
跟一段时间的药，这样效果会
更好，你可千万得注意。”保健
医生崔国林说。

“每个月不跟村民见上两
三面都不放心。”加入家庭保
健医生团队的崔国林越来越
适应这种忙碌，像崔国林这样
的医疗人员在济宁还有10152
名，他们在全市6215个行政村
推行定点签约服务和精准扶
贫。

“今年把健康精准扶贫与
贫困家庭健康服务结合起来，
组织市、县级保健医生团队与
基层医务人员配合，集中进村
入户对济宁因病致贫家庭进
行调查，摸清因病致贫人群的
患病情况，掌握农村因病致贫
户第一手资料。”济宁市卫计
委基层卫生科科长刘仍强说，
目前6215个保健医生团队与
5 . 45万户贫困家庭结成“一对
一”帮扶关系，每季度巡诊一
次，定期给予疾病诊治、康复
护理等方面的指导，共巡诊家
庭204 . 6万户，帮扶贫困人员

41 . 9万人次。

家门口赚到零花钱
贫困户摘掉穷帽子

今年我省下达济宁市脱
贫计划3 . 6万人。按照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总体目标和脱贫
时序，济宁市设定年度脱贫
56025人，逐级分解下达年度
脱贫计划，细化到镇到村到户
到人。2015年底，全市农村贫
困人口47221户、97163人，通
过落实各类帮扶措施，经过评
估认定，2016年将完成脱贫6
万人左右，超额完成省下达的
脱贫任务。

邹城市张庄镇的电子线

圈加工项目，让贫困户既实现
“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又让
贫困户有了一份稳定的保障。

加工车间设立之初，张庄
镇协调西柳村免费提供场地，
出资购置了简易加工工具免
费提供给贫困户使用，明确专
人与威海临海电子厂联系对
接，免费将加工原料从城里运
送到车间统一加工，再免费将
成品送回电子厂结算费用，共
吸纳了11名贫困户在此就业，
每人每月增收300至500元。

今年全市共安排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3 . 6亿元，其中市、
县两级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2 . 1亿元，市级安排1亿元，
切实保障贫困户脱贫致富。

22年来，张波用仁心守
护湖区乡亲们的健康，卫生
室里一直实行“先看病、后付
费”，在这里看病不用带钱，
临走时记个账就行了，获得
乡亲们由衷的尊敬。这次参
加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张波最关心基
层群众就医问题。

“就在去年12月14日晚上
10点多，一患者头部外伤出
血严重，我直接通过医联体
直接联系到了医生，第一时
间将患者送到县医院。印象
太深刻了，那是我第一次体
会到医联体的优越性。”张波
回忆说，微山岛有两个渡口，
以往120来接患者经常联系不
到患者，天黑找不到船，也会
影响患者救治。

“自从和县医院结成医
联体之后，我可以随时和对
口的医生沟通患者病情，甚
至直接用微信定位，大大缩
短了接诊路程，同时医院专
门为患者开设‘医联体’绿色

通道，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
的救治。”

张波说，基层卫生室与
县医院实现了资源共享、无
缝对接，在专家帮扶、双向转
诊、急救绿色通道上更加顺
畅，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尽
量在基层解决，不鞥在基层
解决的马上开启医联体绿色
通道，转到上级医院治疗，更
好的方便群众就医。

葛党代表说变化

党代表张波：

医医联联体体那那是是真真方方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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